
2023年地方病防治工作计划卫生室管理
制度(优秀5篇)

计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个人生活还
是工作领域。怎样写计划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计划应该怎
么制定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计划书范文，方便大
家学习。

地方病防治工作计划卫生室管理制度篇一

2012年，我连地方病防治工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
坚持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相结

合，加强部门协作，充分调动广大地方病防治人员的积极性，
激发病区群众参与

意识，继续以补碘补硒、防氟砷改灶及现患治疗工作为重点，
多部门联合作战，加强督导检查，加大健康教育力度，把各
项防治措施落到实处，保证“十一五”

地方病防治规划的全面实施

（一）加强综合防治措施的落实。

1、加强鼠疫防治工作，严格控制动物间疫情，严防人、鼠间
疫情发生。

2、与农业（畜牧）部门协作，狠抓以畜间免疫为主，免、检、
处相结合的布病综合防治措施，迅速遏制畜间疫情，减少人
群发病。



（二）做好病（疫）情监测。

1、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采取相应调查和控制措施。

2、开展病区环境和病（疫）情调查

3、对人间有新发病例或畜间有布病流行的连队，及时开展疫
情调查，查清

流行范围和强度，迅速采取控制措施。

（三）深化宣传和健康教育。开展以燃煤型氟砷中毒为重点
的地方病危害及防治

科学知识的宣传和健康教育，重点目标人群进行干预，强化
全民防病意识，为推

行和自觉接受有效防治措施提供保证。

（四）坚持疫情报告制度，发现自毙动物和可疑布病病人、
病羊后，及时报告当

地医疗和疾病控制机构。对于被确诊的新发布病患者，要按
疫情报告制度逐级上

报。

十连

2012年1月8日

地方病防治工作计划卫生室管理制度篇二

在县教育局、中心校的重视下，我校把健康教育工作作为提
高师生的保健意识，列入到我校地方病防治的重要内容，贯



穿于整健康教育工作始终。为使广大学生﹑教师﹑家长掌握
了基本的地方病防治知识，形成了健康观念，建立科学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地方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
不断提高，特制定本计划。

一、加强领导

随着我镇经济的高速发展，健康已成为当前群众的迫切需要，
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我校把健康工作列入教育教学
的重要内容，为了使健康教育工作在全校广泛深入的开展，
我校成立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由校长担任，成员有健
康教师和班主任组成并负责日常教育工作。校长负责对健康
教育工作指导、协调、督促、检查。

二、主要措施

1、将碘缺乏病列入教学内容。学校将地方病防治列入健康卫
生课，每周用1---2课时向学生讲解宣传地方病知识，重点是
碘缺乏病。通过课堂上的讲解让学生了解地方病发病症状，
发病原因及如何防治的知识，提高地方病防治知识的普及率。

2、开展专题性活动。向家长、学生宣传如何防治地方病知识。
如：坚持食用碘盐，保证儿童健康发育等等，让地方病防治
的意识渗入学生脑海。学校每期办2--3期地方病防治专栏，
向教师、学生形象、生动的介绍如何防治碘缺乏病等知识，
提高保健意识。充分利用学校的黑板报、宣传标语、校园广
播、等宣传设施，对健康教育特别是地方病防治知识进行宣
传。

3、召开家长会，让专门教师向家长传授健康知识，让学生向
家长讲解如何防治地方病知识，从而提高家长对地方病防止
知识的知晓率，通过老师——学生——家长这一有效的传播
链开展宣传活动，普及防治知识，提高防病意识。



4、配合上级卫生部门对学生进行定期体检，建立学生健康档
案，了解学生健康状况，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制定学生健
康表，了解地方病在学生中发病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联系
医院施救。

5加强班级管理，将地方病防治列入班级管理内容，由班主任
对学生进行健康管理，指导学生形成健康的日常饮食习惯，
并向家长宣传相关知识，继而让家长形成健康的做饭方式。

6、加强考核。将健康教育列入学校考核范围内，精心安排，
确保健康教育在学校顺利开展。

地方病防治工作计划卫生室管理制度篇三

2011年正惠安堡镇地方病防治工作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
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地方病防治条例》、《防治鼠疫规定》等卫生
法规，认真贯彻落实全盟卫生工作会议精神，仍坚持“综合
治理、科学防治、分类指导、重点突破”的原则，在已取得
的防治成果的基础上，力争将我旗各种地方病控制在最低限
度，提高监测率，降低发病率。继续与有关部门加强协调、
协作，共同努力齐抓共管，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发挥其各
自的优势，共同完成全旗2011年度地方病防治工作的各项任
务。

一、鼠疫防治工作

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懈怠，
以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指导鼠疫防治工作。要坚持“预防为
主”的方针，以保护人群，防止发生人间鼠疫为主要目的，
以监测、宣传教育为主要内容，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科学防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和全国、内蒙古鼠疫监测方案
要求以及锡乌张呼联防会议精神，一旦发现疫情迅速处理疫



情，防止疫情扩散蔓延。严格疫情报告制度，继续与有关部
门广泛深入开展鼠疫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争取做到相
关人员培训，入户宣传。努力提高医务人员诊断、治疗鼠疫
患者的技能和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一旦出现鼠疫患者或疑
似病人，做到“不误诊、不漏诊、不转诊”。对村周围、交
通要道两侧历史疫区和人口密集区进行保护性灭鼠灭蚤工作。

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1、3月份和7月份大力开展鼠防知识宣传教育工作，拟对全镇、
卫生室村医生进行业务培训。

2、4月份积极开展村周围、交通要道两侧、历史疫区和人口
密集区的保护性灭鼠灭蚤工作。

3、10至11月份，对以上沙鼠疫源地进行系统监测。

二、碘缺乏病防治项目

继续贯彻执行《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病的管理条例》，落实
各项防治措施，严格按照全国碘缺乏防治监测方案要求，每
月对碘盐批发销售单位进行碘含量测定(9份)，并将监测方案
通过网络直接上报盟地病中心，6月20日前对全旗境内居民用
盐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抽检240份盐样，以电子网络直接上
报盟地病中心。

地点具体安排以地病中心随机分层抽样为准。

继续加大碘缺乏病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5月15日宣传日活动，
普及碘缺乏病的防治知识，提高群众自我保健意识。要与盐
业部门密切配合，提高执法力度，做好碘盐监督监测工作，
加强盐业市场管理、整顿盐业销售流通秩序，稽查土私盐，
依法打击违法活动，强化专营，确保全旗人民食用上合格碘
盐。努力做好今年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工作，争取达到国



家标准。

三、布病防治工作

与畜牧部门继续同力合作，把布病防治工作作为共同任务统
一规划分工负责明确任务，共同做好人、畜布病防治工作。
鉴于我镇去年人、畜间疫情比较严重，2011年我镇人间布病
防治重点放在去年人、畜间疫情暴发点，并在6月底完成人间
血清检验指标200份以上，加强畜间检疫，把好活畜、皮毛等
畜产品市场检疫关。力争把人间布病疫情控制在最低限度。

四、地方性氟中毒防治工作

要与水利部门协作，积极开展防氟、防砷改水工作。与水利
部门一起做好“十二五”农牧区安全饮水规划，改水工程要
放在中、重病区，重点解决贫困地区和含氟量较高的地区人
民生活饮用水问题。同时掌握全旗工程改水受益人口数，要
积极开展工程改水水质监测工作。每年监测的次数每口井不
得少于2次，并按丰水期和枯水期分别测定。工程改水水质监
测率要达到50%以上。

2011年我旗地方病防治工作仍然十分艰巨，只要有各级党政
部门的关怀和支持，及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在广大专业技
术人员的辛勤努力下，一定能完成全旗地方病的常规工作和
上级指令性工作任务，为白旗人民的身体健康做出贡献。

惠安堡镇中心卫生院 2011年1月10日

地方病防治工作计划卫生室管理制度篇四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地方病防治工作，完成预防和控制地方病
防治任务，我乡主要针对碘缺乏病、布病采取积极有效的防
治措施。遏制布病等地方病发生，从而保障我乡人民的身体
健康，现制定本年度地方病防治工作计划：



一、建立、健全地方病防治领导组，完善地方病工作责任制：

为深入持久搞好地方病防治工作，我站将认真贯彻学习《山
西省地方病防治条例》，建立、健全地方病防治管理领导组，
有专业的防治人员组织，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均能规
范日常行为及早预防，达到防范于未然的目的。

二、做好监督和报告工作：

做好销售点和民户碘盐督测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是
我区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也是上级部门制定相应地方病防治
措施的可靠依据。因此，我们一定配合县疾控完成碘盐的采
集工作，确保群众食用放心碘盐。

三、控制碘缺乏病、布病，加强宣传工作力度

防知识的宣传教育，预防碘缺乏病最简单易行、最有意义和
安全有效的就是长期食用加碘食盐，对食盐的存放、注意事
项作宣传点，同时对布病重点人群摸底登记，摸清高危人群
放羊、牛的具体数据，开展版面宣传，早发现、早治疗布病
患者，降低布病的发生，发病。

四、配合上级部门开展地方病防治工作

我们一定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学校地方病甲状腺肿大的筛查以
及普及碘缺乏病知识的了解。

只要我们依照国家关心地方病防治工作的方针、政策、法令、
条例为依据，宣传内容有科学性，例举数据可靠、真实，从
而不同程度改变群众观念，影响群众的接受能力，心理状态，
改变环境因素造成的危害，降低发病因素，是有希望减低我
区碘缺乏病、布病的发生，避免因此造成的社会危害。

讲堂乡卫生院



二〇一三年二月

地方病防治工作计划卫生室管理制度篇五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地方病，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整体素质，促
进全镇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据湟中县地方病防
治办公室文件要求和工作安排，为进一步加强我镇地方病防
治工作，结合我镇实际，现制定《2018年我镇地方病防治工
作计划》。

一、鼠疫防治工作

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明确职责，使鼠疫防治工作做到有
计划，有安排，有落实。成立田家寨镇鼠疫防治领导小组、
田家寨镇突发共公卫生事件外理小组，时刻牢记鼠疫危害意
识，把鼠疫防治工作做为重点传染病防治工作例入日常议事
之中。

2、全面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加大鼠疫
防治工作健康教育力度，促进广大群众健康意识。积极开展
鼠疫防治宣传教育，各村卫生室以鼠疫防治知识为主要内容
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宣传活动，重点要加强对有捕獭人员的
重点农户和人群采取串户的宣传工作，开展以“三不，三
报”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

3、强化疫情监测，认真落实鼠疫疫情“零”报告制度。从5
月份起，开展县、乡、村三级疫情监测，实行“零”报告制
度，并要求报告及时、准确、可靠。

4、加强对外出疫区捕獭及务工人员的管理，认真搞好排查摸
底和登记上报工作，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严密监测疫
情动态和外出务工人员的动态监管，严防人间鼠疫发生和传
入，外出返乡人员医学观察率98%以上。



5、按工作要求定期组织全院职工和乡村医生举办鼠疫防治综
合演练

和业务知识培训班，不断提高医务人员鼠疫防治知识和应急
能力。积极储备鼠防物资，同时进一步规范发热门诊，实行
首诊负责制，做好发热病人的登记、上报工作。

二、碘缺乏病干预

1、加强碘缺乏病知识宣传，充分利用各种节日，发挥广播电
视、公开栏、展板、黑板报的作用。利用学校健康教育课堂，
开展“一生带一户”，使碘缺乏病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加强对全镇乡村医生进行健康教育培训，积极开展健康教
育问卷调查，使碘缺乏病防治知识深入到每一个群众的心中。

3、加强部门协作，定期开展碘盐市场的监测工作，加大非碘
盐的稽查力度，杜绝非碘盐冲击市场。

三、包虫病防治工作

1、按照上级要求，今年力争将未完成包虫病筛查的3000多名
群众，通过宣传、督促、入户等形式，全面完成包虫病的筛
查工作，同时对已发现且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按照《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进行随访管理，并进行针对性的健
康指导。

2、通过乡村医生黑板报、卫生院进学校开展讲座等形式，提
高包虫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做到“12345”的防控措施。

3、加大乡村医生包虫病防治知识的培训力度，促使乡村医生
从临床表现、危害、传播途径等内容中进一步了解包虫病对
家庭、对社会的危害。



四、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严格随访和管理地方
病患者。

田家寨中心卫生院 2018年1月5日


